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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
爱因斯坦

探索真理比占有真理更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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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
巴斯德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为她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是照亮世界的火把，

但学者是属于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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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现在，就从钱学森图书馆开始你的第一

步吧——

钱学森被誉为“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图书馆就是一座关于他的

纪念馆，就让我们从钱学森的身上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科学家吧！

想成为一名科学家首先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试着描述钱学森图书馆外观的

三个特点，然后想一想，设计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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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后掠翼

1964 年研制成功。机翼加装旋转轴，高速飞行时后掠，降

低阻力；起飞、着陆、巡航时使用平直翼状态，增加升力。

但增加自重，上世纪 80 年代后已不用。

后掠翼

1948 年始用。机翼向后斜。抑制激波产生及不利影响，改

善速度特性。

三角翼

上世纪50年代始用。半翼俯视平面形状为三角形，前缘后掠，

后缘基本平直，重量轻，刚度好，结构简单。超声速飞行时

气动阻力小。

平直翼

自上世纪30年代成为主流样式。无明显后掠角（小于20度），

平面形状呈矩形、梯形或半椭圆形。结构简单，制造容易，

升力效率较高，阻力也较大。常用在亚音速飞机上。

飞翼

上世纪 80 年代始用。机身与机翼融为一体。载重量大，外

形简单。操纵与控制问题较突出。

前掠翼

1944 年始研，发展出预生产型，因技术问题停止；1984

年验证机 X29 成功试飞。现尚无实用型前掠翼飞机。良好

跨音速特性。

空气动力学

AERODYNAMICS
钱学森早年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他与导师冯·卡门提出的“卡门-钱近似”公式被广泛应用于飞机翼型的设计。你知道吗，

飞机的升力绝大部分由机翼产生，所以，飞机翼型设计其实大有讲究。

那么，飞机的机翼是如何产生升力的呢？

机翼上下表面形状是不对称的，空气沿机翼上表面运动的距离更长，自然流速更快，根据伯努利定理，速度越快，气压

越小，上下表面的压力差就提供了升力。

早期的飞机设计者愿意把机翼的面积做得尽量大一些，因为机翼越大产生的升力也就越大，为了增大机翼的面积，设计

师们就造出了多层机翼的飞机，有二层的、三层的甚至还有四层的。

但是，飞机的飞行速度不仅与机翼产生的升力成正比，与此同时，阻力也会随之变化。在达到飞机所需的升力后，为了

减小阻力，高速飞机的机翼又被做小了。

 试着将右边几种飞机机翼的图片编号填入对应的横线处吧。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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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学森图书馆的中央圆厅，陈列着一枚 DF-2A 中近程导弹实体。对物理学家来说，巨大的导弹其实应用的原理十分

简单，下面的问题你能回答吗？

 导弹的原理是依靠发动机喷射气体产生（□ 作用力□ 反作用力）向前推进，当导弹携带的推进剂燃烧时，从尾部喷

出的气体具有很大的动量，根据动量守恒定律，火箭就获得大小（□ 相等□ 不同）、方向（□ 相同□ 相反）的动量，

因而发生连续的反冲现象。

 随着推进剂的消耗，导弹的质量逐渐（□ 增大□ 减小），加速度不断（□ 增大□ 减小） 。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导弹升空的过程中始终会受到 的影响。

物理

PHYSICS

要让火箭上天不仅需要掌握物理学原理，还需要运用化学知识，推动火箭的动力就是来自化学能。（见上图）

 火箭的燃料是用煤油、酒精、偏二甲肼、液态氢等作为燃烧剂，用硝酸、液态氮等作为氧化剂帮助燃烧，燃烧剂和

氧化剂相遇 ，形成高温高压气体，气体从喷口喷出，产生巨大推力从而把火箭送上天空。

化学

CHEMISTRY

引自钱学森著《火箭技术概论》1961 年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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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料箱

2- 仪器舱

3- 氧化剂箱

4- 气动稳定尾翼

5- 弹头

6- 燃气舵

7- 带燃料输送管的隧道管

8- 尾段

导弹结构

MISSILE STRUCTURE
科学家都善于观察和逻辑推理，这是前苏联 R-1 导弹

结构图，你能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推理，把下列导弹部

件名称填入对应的位置吗？

1

6

科学家的数学能力往往都不容小觑，下面，挑战一下自己的计算能力吧。

 序厅中的艺术造型“升腾的智慧”共由 4015 块钱学森的手稿组成，现在已知手稿共有 26 层，第 1、2 层各为 1 份

手稿，第 3、4 层各为 9 份手稿，第 5、6 层各为 25 份手稿，第 7、8 层各为 49 份手稿，那么第 17、18 层各应该有

份手稿，第 25、26 层各应该有 份手稿。

再思考一下，这样总数还是 4015 块吗？去展厅里验证你的答案吧。

数学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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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MODERN SCIENCE TECHNOLOGY SYSTEM
钱学森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

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

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

这是 1996 年钱学森手绘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图，反映了他当时对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的认识。这张图中共有 11 大科

学部门，你能把你所学的科目填到对应的学科中吗？

① 数学、② 物理、③ 化学、④ 政治、⑤ 历史、⑥ 地理、⑦ 生物、⑧ 美术、⑨ 音乐

⑧ ④ ②

相对论是关于时空和引力的理论，主要由 创立，依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狭义相对论和 。

量子力学是描述微观物质的理论，在 20 世纪初由普朗克、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等一大批物理学家共同创立。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提出给物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们共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而系统学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客观世界：事物的整体与部分之间、全局与局部之间以及层次之间的关系。钱学森

根据系统的复杂程度对系统进行了分类，请尝试将下列描述填入对应的方框内：

系统科学

SYSTEM SCIENCE

系统

小系统 大系统 一般复杂
巨系统

特殊复杂
巨系统

简单
系统

简单
巨系统

复杂
巨系统

1- 子系统数量非常大，关系简单

2- 子系统数量非常大，关系复杂

3- 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系统——人类社会

4- 子系统数量少，关系简单

5- 子系统数量较多，关系简单

钱学森关于系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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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完成了所有的挑战，你迈出了成为杰出科学家的第一步，科学道
路上将充满荆棘和挑战，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请你时刻铭记大科学家
钱学森的教诲：

此处盖章认证

SCIENTIST


